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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气候治理
普遍“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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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22年《中国能源报》

作为国内第一张针对整个能
源产业并为其服务的综合 性 产
业经济类报纸 ， 《中国能源报 》以
其独有的权威性 、 可读性 、 影响
力 ， 成为能源人首选的行 业 读
物 。 中国能源报官方网站中国能源
网入列中央新闻网站。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
开始，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
持我们， 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2

年《中国能源
报》， 邮发代
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
或扫描二维
码，一键快速
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11 月 15 日，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印
发 《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
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2021 年版）>的通
知》（下称《通知》），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等五大类高耗能行业相关重点
领域， 分别列明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
平。 以此为依据，要求限期分批实施改造
升级：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毕的项目进行
淘汰；对于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且未
能按期改造升级的项目，限制用能。 上述
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为节能降碳改造提供重要依据

今年 10 月，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
合下发《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
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钢铁、电解铝、水
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
重点行业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到 2030 年，达到标杆水平企业比例
大幅提升，行业整体能效水平和碳排放强
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通知》正是对上述
目标的落实与细化。

围绕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五
个行业，《通知》进一步划分 11 中类、19 小
类， 分别明确了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
平。 其界定主要参考国家现行单位产品能
耗限额标准的先进值和准入值、 限定值，
根据行业实际、发展预期、生产装置整体
能效水平等确定，并将视行业发展和能耗
限额标准制修订情况进行补充完善和动
态调整。

“发布能效水平指标是推动行业节能
降碳的关键一环。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专家李永亮表示，高耗能行业是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耗能属性主
要由产品性质和工艺特点决定。 能耗水平
的科学界定，可以为加强高耗能行业“两
高”项目管理、引导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
造提供重要依据。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能源
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毛涛也称：“高耗能
行业产品往往处于产业链上游，关系到基
础原材料、 关键零部件等安全有序供应。

明确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既可限制
其任意发展，也能避免简单‘一刀切’，从
而影响市场供需、造成价格波动。 ”

淘汰不能按期改造完毕的项目

以指标为依据，《通知》要求分类推动
项目提效达标：对拟建、在建项目，应对照
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推动能效水平应
提尽提，力争全面达到标杆水平；对能效
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的存量项目，合理设
置政策实施过渡期，引导企业有序开展节
能降碳技术改造， 提高生产运行能效，坚
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 落后工艺、落
后产品。

《通知》还提出，限期分批改造升级
和淘汰：对需开展技术改造的项目，各地
要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 （一般不超
过 3 年）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划，在规定
时限内将能效改造升级到基准水平以
上，力争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对于不能按
期改造完毕的项目进行淘汰； 坚决遏制
高耗能项目不合理用能， 对于能效低于
本行业基准水平且未能按期改造升级的
项目，限制用能。

“《通知》能够进一步推动各地方完善
新建项目审批和建设， 引导存量项目采

用先进技术工艺提高能效水平， 有利于
推进整体能效水平不断提升。 ”李永亮表
示，能效对标是查找能效差距、挖掘节能
潜力、 促进企业节能降碳的重要方法。
“只有做好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改
造，才能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对未
能按期改造升级的项目限制用能，能够保
证产业发展、遏制能源过度使用，可谓‘一
箭双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
员王一鸣坦言，多地拟达产投产的“两高”
项目数量较多，新增能耗量较大。 “坚决遏
制其盲目发展，是从增量上控制能耗和碳
排放的根本举措。 实行清单台账管理，进
行分类处置和动态监控确有必要。 ”

整合利用已有政策工具推动改造

《通知》还强调，要立足本地发展实
际，稳妥有序推动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切
实避免“一刀切”管理和“运动式”减碳，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社会平稳
运行。

对此， 王一鸣表示：“要坚持系统观
念，尊重客观规律，把握工作节奏，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产业存量，全
面做优产业增量。 ”

毛涛称，各地方、各企业的基础和条
件不同，改造面临的实际情况各异。 “部分
企业水平相对落后，改造技术、路线不清，
对照指标甚至可能无从下手。 建议及时总
结好的经验做法，形成一批可借鉴、可推
广的典型案例，为更多项目提供参考。 ”

李永亮建议，以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
水平为依据， 结合国家相关产业布局规
划、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能耗双控和
环境准入等政策措施， 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工艺技术水平落后、能效不达标
的装置关停退出；通过地方政府、行业协
会，系统梳理本地区、本行业重点领域节
能降碳改造企业名单，推动名单内企业制
定改造升级方案计划， 明确改造目标、时
间节点、技术路线、实施路径等，落实好具
体工作举措。

为完善配套，《通知》要求整合利用已
有政策工具，通过阶梯电价、国家工业专
项节能监察、环保监督执法等手段，加大
节能降碳市场调节和督促落实力度；推动
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
下，向节能减排效应显著的重点项目提供
高质量金融服务， 落实节能专用装备、技
术改造、 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
加快企业改造升级步伐，提升行业整体能
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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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发布———

高耗能行业加码节能降碳
■■本报记者 朱妍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11 月 16
日，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
改委政研室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
示，随着全国煤炭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
增加，电厂供煤、存煤和港口煤炭场存水
平将进一步提升，今冬明春煤炭安全稳定
供应能够得到可靠保障。

孟玮指出，9 月以来，国内煤炭价格持
续上涨，屡创历史新高。 为确保煤炭安全
稳定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
发改委迅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增产增供，缓
解市场供需矛盾，并及时开展煤炭价格调
控、 煤炭企业生产成本调查和价格督导，
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促进煤炭价格回
归合理区间。 随着相关措施逐步落实，成
效日益显现。

具体而言，在产量方面，煤炭产量较
快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0 月份全国
煤炭产量 3.6 亿吨，同比增长 4%。 从调度
情况看，11 月以来煤炭产量仍在稳步增

长。在存煤方面，电厂存煤持续提升。10 月
份以来， 统调电厂供煤持续大于耗煤，存
煤加快回升，11 月 14 日， 电厂存煤 1.29
亿吨， 月底有望超过 1.4 亿吨， 目前可用
22 天，较 9 月底增加 9 天。其中，东北三省
统调电厂存煤超过 1400 万吨， 比 9 月底
提升 1 倍以上，可用天数达到 31 天。 在价
格方面，煤炭期现货价格大幅回落。 10 月
19 日以来， 郑商所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
连续多日下跌，11 月 15 日收于 809.6 元/
吨，较 10 月 19 日高点 1982 元下跌 59%；
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煤现货平仓价
降至 1095 元/吨左右，降幅超过 1000 元/
吨， 晋陕蒙主产区煤矿坑口价降至 900
元/吨以下。

孟玮强调，在今年第一轮寒潮来临之
前， 国家发改委就提前采取针对性举措，
予以有效应对， 寒潮期间煤炭供应平稳，
寒潮后煤炭产量迅速回升。 随着全国煤炭
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 电厂供煤、
存煤和港口煤炭场存水平还将进一步提

升，今冬明春煤炭安全稳定供应能够得到
可靠保障。

孟玮指出，下一步，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 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发
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
用，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加强统筹协调，
推动保供稳价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全力
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确保能源安全
保供，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一是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 督促核增产能煤矿按
照核增后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 督促复
产煤矿稳产达产； 二是加强煤炭中长期
合同履约监管，进一步提升履约水平；三
是加强运输协调， 确保煤炭运到需要的
地方。

此外， 针对入冬以来全国大范围寒
潮天气下的天然气供应问题，孟玮指出，
受当前全球天然气供需形势紧张、 气价
暴涨影响， 今年供暖季全国天然气供需
总体紧平衡， 高峰时段部分区域供需矛
盾可能较为突出。 国家发改委将充分发

挥同各地、 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建立的天
然气保供日调度机制作用， 扎实做好各
项保供工作。

具体而言， 一是确保合同严肃执行。
重点是督促供需双方严格按合同保障供
用气，对民生用气全部纳入合同，确保足
额供应；二是组织全力增产增供。 重点是
推动企业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促进国
内气田安全满负荷生产，全力增加国内资
源供应；三是加强重点地区保障。 加强对
北方取暖地区的供气保障，高峰期通过组
织 “南气北上”、 加大储气动用等多措并
举，增加北方地区资源供应，对供应偏紧
地区加强调度保障；四是稳定民生用气价
格。 督促各地和相关企业严格执行天然气
价格政策， 保持民生用气价格基本稳定；
五是做好精准有序“压非保民”准备。 组织
各地和相关企业扎实开展 “压非保民”预
案演练， 制定可实操的压减工作方案，确
保一案在手、随时可用，坚决做到“压非保
民”“限气不关阀”。

国务院常务会议：
2000 亿元再贷款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
11 月 17，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
具的基础上， 再设立 2000 亿元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形成政策规模，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

会议指出，我国能源资源禀
赋以煤为主， 要从国情实际出
发，着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水平，加快推广成熟技术商业化
运用。 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
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础上，再
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
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此次设
立的 2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按
照聚焦重点、更可操作的要求和
市场化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
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
效加工、 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
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
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
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 具体方
式是，全国性银行向支持范围内
符合标准的项目自主发放优惠
贷款，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的
市场报价利率大致持平，人民银
行可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
款支持。 同时会议要求，统筹研
究合理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适
当税收优惠、加强政府专项债资
金支持、加快折旧等措施，加大
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的支
持力度。

国家发改委：

今冬明春煤炭供应有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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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掀起成品油
税收整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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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产量“安全区间”
如何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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